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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境电商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增长、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ＲＣＥＰ生效为我国跨境电商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利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中国与 ５９个国家的跨境电商进出口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
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ＲＣＥＰ生效显著推动了我国跨境电商发展，促进了我国与 ＲＣＥＰ成
员国的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ＲＣＥＰ生效对跨境电商的出口效应大于进口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ＲＣＥＰ生效对个人跨
境电商商品进出口的影响未存在明显的国家发展水平差异，但对跨境电商Ｂ２Ｂ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国家发展
水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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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７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跨境电
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①。随后近 １０
年时间，国务院相继批复了１６５个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实验区②。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规模迅速

扩大，当前已进入优化区域布局和全面推动高质

量发展阶段③。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报告，２０２３
年上半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约１．１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６．６％，占同期我国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的 ５．５％，其中出口约 ８２５４亿元，进
口约２７７１亿元④。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正式实施，ＲＣＥＰ中
关于电子商务的协定是亚太地区达成的第一个综

合性、高水平的电子商务多边规则⑤。当前，我国

与ＲＣＥＰ成员国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合作日益加
深，与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的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不断提高。然而，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 ＲＣＥＰ
政策的影响下，我国跨境电商同时面临新的发展

机遇与挑战⑥。

ＲＣＥＰ生效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便利化水
平得到有效提升，降低了贸易成本，有利于各国发

挥自身比较优势。但随着ＲＣＥＰ成员国间市场准
入放宽，我国中高端产业将面临来自日韩澳等国

家的产业挤压，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面临东盟国家

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国内产业链的竞争⑦。此外，

ＲＣＥＰ成员国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存
在较大差异，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基础并不稳固，在

政策协调、贸易监管和规则对接等方面存在较多

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抓住 ＲＣＥＰ生效后跨境电商的发展机
遇，提高跨境电商产业竞争力，对实现我国外贸高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４－１８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２２ＦＧＬ０２９）
作者简介：鄂尔江（１９９１—），男，壮族，广西天峨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的指导意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２０１５－０６／２０／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９５５．ｈｔｍ。
《跨境电商蓬勃发展（大数据观察）》，《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５日。
王志盼，张清凌，宋小青，等：《基于位置大数据的中国跨境电商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机制》，《经济地理》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２０２３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ｍ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３３５５１／５４５５７５８／２０２３１０３０１４３４２１７７８８９．ｄｏｃ。
李宏兵，王丽君，赵春明：《ＲＣＥＰ框架下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规则比较及中国对策》，《国际贸易》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沈国兵，沈彬朝：《实施ＲＣＥＰ协定与出口多元化：来自中国的证据》，《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韩剑，杨凯，邹锐锐：《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下ＲＣＥＰ原产地规则利用研究》，《国际贸易》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第５期

质量发展、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①。本文拟进行三个方面的探索：一是

ＲＣＥＰ落地实施对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能否具有持
续促进作用；二是 ＲＣＥＰ生效对促进我国跨境电
商商品进口和出口的政策效果分别如何；三是

ＲＣＥＰ对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的政策效果是否受
到贸易伙伴经济发展水平影响。

一　文献回顾与机制分析
（一）文献回顾

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外贸”孕育出的贸易
新模式，有效突破了地理距离的限制，为外贸转型

升级提供了新动能，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

级②③。国内外学者对跨境电商发展效应开展了

大量研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结论可以总结为以

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跨境电

商产业政策不仅能够增进进口学习效应和进口竞

争效应，提升我国进口产品质量④，也可以降低贸

易成本，提升我国试点城市出口开放度⑤；跨境电

商通过出口市场多元化、产品质量升级、出口结构

升级和供应链优化等方面提升我国出口韧性⑥⑦；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可以促进城市内各行

业的跨境电商出口，提升地区行业出口的扩展边

际和数量边际⑧。二是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国际

化的影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设立显著促进

了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发明创新⑨，企业利用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缓解融资约束、推动数字化

转型和优化供应链结构，通过开展跨境电商业务

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瑏瑠。三是对区域跨境电商产

业发展的影响，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不仅能促进

本地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还能通过溢出效应带

动邻近地区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瑏瑡。四是对社会

发展的影响，例如消费者福利方面，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设立具有消费者福利增进效应，可以通过

贸易份额和投入产出关联提高国内消费者和国外

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东

部地区的边际福利增长高于中西部地区瑏瑢；劳动

力就业方面，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地区整

体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地数字经济与电信

业务的发展会促进试验区稳就业效应的发挥瑏瑣。

ＲＣＥＰ协定生效对我国与成员国的经贸合
作、产业链供应链以及国际贸易格局等方面产生

重大影响，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

主要观点有：一是 ＲＣＥＰ对我国经贸产生积极影
响与挑战，实施 ＲＣＥＰ将促进中国出口地理流向
多元化，降低中国出口产品多元化，出口技术结构

向高技术产品集中瑏瑤；ＲＣＥＰ可以减少边境贸易壁
垒，促使各国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新兴议题领

域达成共识，从而进一步深化我国与成员国的贸

易往来，但可能会加剧我国与日韩等国家的贸易

竞争瑏瑥。二是对东盟国家经贸产生积极影响，

ＲＣＥＰ对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产生冲击，东盟国家
的进口来源将重新分配给更有效率的ＲＣＥＰ成员
国瑏瑦；ＲＣＥＰ成员国在东盟外向型经济中占有重要
地位，ＲＣＥＰ将助力后疫情时期东盟国家的经济
复苏、加快东盟的市场开放和产业转型、加快东盟

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提升东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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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水平①。三是 ＲＣＥＰ协定对全球贸易
格局的影响，ＲＣＥＰ可以减轻中美贸易战对全球
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深化我国与东亚、东盟的经贸

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强大的生产网络，巩固和稳定

产业链、供应链，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就业②③；

ＲＣＥＰ将显著提升所有成员国的福利水平，东盟
国家将获得较大的福利改进，同时也将进一步推

动亚太地区供应链深度融合，提升区域内成员国

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④⑤。

ＲＣＥＰ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受到越来越多
学者的关注，目前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是 ＲＣＥＰ对
跨境电商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电子商务领

域缺乏国际性规制体系的背景下，ＲＣＥＰ电子商
务规则势必对全球电子商务规则体系产生撬动效

应，中国也需要对相关规则进行完善，与ＲＣＥＰ规
则形成良性互动⑥。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全

面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和《美墨加协定》
（ＵＳＭＣＡ）等协定相比，ＲＣＥＰ则更多关注到发展
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和诉求，为亚太地区率先提供

了范围全面、水平较高的电子商务多边规则，但中

国与ＲＣＥＰ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发展也面临商品结
构相似与市场准入放宽将加剧国内产业链竞争，

且政策协调不足和贸易碎片化将加大监管压力等

挑战⑦。徐保昌等认为 ＲＣＥＰ生效将有利于统一
中国－东盟跨境电商市场的规则标准、提升贸易
便利化水平和优化供应链体系，但仍面临大多数

东盟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支付系统不统一等问

题⑧。张夏恒等认为 ＲＣＥＰ涉农条款对我国跨境
农产品电商出口带来诸多影响，我国面临农产品

出口结构单一、竞争优势不高、配套资源建设不完

善等问题⑨。候杰等发现 ＲＣＥＰ成员国数字贸易
发展水平对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也有一定影响，成

员国数字贸易水平提升能够显著促进我国跨境电

商出口瑏瑠。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单独对

ＲＣＥＰ和跨境电商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多，关于
ＲＣＥＰ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还较为匮乏且主要
聚焦于定性分析方面，缺少 ＲＣＥＰ政策影响跨境
电商发展的定量评估研究，即使有一些学者对其

进行研究，但也仅限于使用估算出的数据进行基

本统计分析，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跨境电

商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具竞争力的新业态、新模式，

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ＲＣＥＰ生
效对我国对外开放和产业升级产生重要影响，在

此过程中是否推动了我国与ＲＣＥＰ成员国跨境电
商发展？ＲＣＥＰ对我国跨境电商商品的出口政策
效应和进口政策效应如何？我国应该重点关注哪

些ＲＣＥＰ成员国的跨境电商市场？当前学术界对
这些问题的研究亟待探索，这为本文的研究留下

了广阔的空间。

（二）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和积极促进作用。一是贸易壁垒降低和贸易

便利化水平提升。ＲＣＥＰ签署推动了成员国之间
的贸易便利化，ＲＣＥＰ生效后，已核准成员之间
９０％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关税和
贸易壁垒降低，海关手续简化，这极大地促进了跨

境电商商品的流通瑏瑡。二是推动跨境电商市场进

一步扩大。ＲＣＥＰ覆盖的 １５个成员国和地区将
形成更加广阔的市场，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跨

境电商而言，这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便

利的贸易环境。跨境电商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进

入新的市场，拓展业务范围，实现全球化布局。三

是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提高了我国供应链

７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王勤，金师波：《ＲＣＥＰ对东盟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的影响》，《亚太经济》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ＰａｒｋＣＹ，ＰｅｔｒｉＰＡ，ＰｌｕｍｍｅｒＭＧ．“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ＣＥＰ，ＣＰＴＰＰａｎｄｔｈｅＵＳ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Ｗａｒ”，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１，２５（３）：２３３－２７２．
王春宇，王海成：《ＲＣＥＰ关税减免对我国贸易的主要影响及对策》，《宏观经济管理》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彭水军，吴腊梅：《ＲＣＥＰ的贸易和福利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察》，《经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８期。
秦若冰，马弘：《ＲＣＥＰ的贸易和福利效应：基于结构模型的量化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黄家星，石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电子商务规则发展与影响》，《兰州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李宏兵，王丽君，赵春明：《ＲＣＥＰ框架下跨境电子商务国际规则比较及中国对策》，《国际贸易》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徐保昌，许晓妮，孙一菡：《ＲＣＥＰ生效对中国—东盟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际贸易》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张夏恒，肖林：《ＲＣＥＰ对跨境农产品电商出口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价格月刊》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候杰，介颖：《ＲＣＥＰ成员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研究》，《价格月刊》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
徐保昌，许晓妮，孙一菡：《ＲＣＥＰ生效对中国—东盟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际贸易》２０２２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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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①。ＲＣＥＰ促进了成员国
之间的经济合作和产业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我

国跨境电商企业可以更加便利地获取优质的跨境

供应链资源，提高商品质量和降低成本，从而提升

竞争力。四是促进海外仓等物流基础设施进一步

完善。ＲＣＥＰ生效将增强我国电商企业在 ＲＣＥＰ
成员国内进行投资的信心，减少电商企业对外投资

风险，有助于电商企业采用兼并、自建和租用等方

式经营海外仓等物流基础设施。基于以上分析，可

以得到：

假说１：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跨境电商
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跨境电商市场的发展规模可以通过跨境电商

商品进出口额这一指标进行体现。出口方面，当

前我国商品出口正从需求驱动型的适应性规模扩

张模式向竞争力驱动型的高质量增长模式转变，

ＲＣＥＰ内部需求变动尤其是需求规模扩张是引致
中国对其商品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②。一方面，

我国具备工业基础雄厚、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高、

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等多重优势，ＲＣＥＰ成员国以
东盟国家为主，其中不少国家在基础设施、跨境支

付系统、跨境电商人才方面与中国有不小差距。

另一方面，ＲＣＥＰ通过关税减让、消减非关税壁
垒、简化海关程序、扩大市场准入等方式，显著降

低我国跨境电商商品出口到 ＲＣＥＰ成员国的成
本，提升我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从产业链和价

值链来看，我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

最终品生产依赖于我国中间产品供应，东盟制造

业对我国市场依赖度不断提高，原产地累积规则

降低了商品享受优惠的门槛，将进一步刺激我国

上游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

进口方面，当前我国正从规模扩张驱动的“被

动型”进口增长模式转向需求结构、竞争力、供需交

互等多因素决定的“主动型”模式③。关税降低带

来的成本节约，贸易便利化带来的效率提升，以及

ＲＣＥＰ成员国种类丰富的优质商品，这些因素都将
积极推动我国从其他ＲＣＥＰ成员国进口商品。但
跨境电商商品主要包括服饰箱包、电子产品、家居

用品、美妆个护等类型的产品，这些商品正是我国

出口的优势产品。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

假说２：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跨境电商
商品的出口效应大于进口效应。

二　实证设计
（一）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ＩＤ）评价 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政
策效应。将ＲＣＥＰ生效作为冲击，在准自然实验
的框架下，按照ＤＩＤ方法，构建如下方程：

ｌｎＹｉｔ＝α＋βｄｉｄｉｔ＋γ∑Ｘｉｔ＋δｉ＋ηｔ＋μｔ＋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ｉ表示国家ｉ，ｔ表示时间期数；ｌｎＹｉｔ表
示被解释变量；ｄｉｄｉｔ表示 ＲＣＥＰ生效的虚拟变
量；Ｘｉｔ为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δｉ是洲别固定效
应（亚洲、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用以控

制不可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动的个体差异；ηｔ和μｔ
分别是年份固定效应和上下半年固定效应，用以

控制不可观测且不随个体变动的时间趋势；εｉｔ包
含不可观测因素；α为常数项。

（二）变量选择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个人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

以及跨境电商Ｂ２Ｂ商品进出口为被解释变量，分
别构建模型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海关

总署未发布跨境电商 Ｂ２Ｂ简化申报商品进口数
据，且进出口数据与出口数据相同，故本文使用出

口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对被解释变量均进行对数

化处理，当使用对数因变量估计 ＤＩＤ模型时，实
际上估计的是ＲＣＥＰ生效前后两个时期内实验组
和控制组之间结果增长率比例差异的近似值④。

２．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ｄｉｔ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组别虚拟

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ＲＣＥＰ成员国除
中国外共有１４个国家。本文将 ＲＣＥＰ生效作为
一项准自然实验，设立处理组和对照组。处理组

８９

①

②

③

④

李富昌，包燕娜，胡晓辉：《ＲＣＥＰ助推跨境电商产业链与供应链融合机制研究》，《商业经济研究》２０２２第１７期。
李诚：《ＲＣＥＰ背景下中国商品出口增长模式：驱动因素与竞争力剖析》，《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２２年第９期。
冯宗宪，李诚：《ＲＣＥＰ框架下中国商品进口增长特质及动力解构》，《经济体制改革》２０２２年第５期。
ＭｃＣｏｎｎｅｌｌＢ．“ＷｈａｔｓＬｏｇｓＧｏｔｔｏＤｏｗｉｔｈＩｔ：Ｏ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ｌｓｏｆＬｏｇ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ｒＸｉｖｐｒｅｐｒｉｎｔ

ａｒＸｉｖ：２３０８．００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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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与１４个ＲＣＥＰ成员国，对照组为跨境电商
进出口额排名靠前的 ４５个非 ＲＣＥＰ成员国。根
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期
间，我国与这５９个国家的个人跨境电商商品进出
口额占我国与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总额的比重为

７０．４％。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期间，我国与这５９个国家
的跨境电商 Ｂ２Ｂ简化申报商品进出口额占我国
与全球所有国家地区总额的比重为８８．７％。另外
由于排名靠后的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总
额均不足 １％，故不在本文考虑范围内。根据
ＲＣＥＰ正式生效时间，将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开始后
ＲＣＥＰ国家赋值ｄｉｄｉｔ＝１，否则赋值ｄｉｄｉｔ＝０。

３．控制变量
为解决遗漏变量的影响，参照已有研究，本文

选择如下控制变量：（１）经济水平（ｌｎｐｇｄｐ），利用
各个国家每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进行表

征。（２）市场规模（ｌｎｐｏｐ），利用各个国家每年人
口数量的对数进行表征。（３）市场距离（ｌｎｄｉｓｔ），

利用北京与各个国家首都的地理距离进行表征。

（三）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使用的跨境电商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

公布的个人跨境电商商品（编码：９８０５００００）月度进
出口数据、跨境电商 Ｂ２Ｂ简化申报商品（编码：
９９００００００）月度进出口数据。个人跨境电商商品进
出口数据自２０２０年１月开始，跨境电商Ｂ２Ｂ简化
申报商品自２０２１年１月开始。以上数据经过加总
求和转换为半年度数据。经济水平、市场规模和市

场距离等控制变量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官方网站，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计算。各变量的描

述性统计见表１。经统计，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期间，我
国与ＲＣＥＰ成员国的个人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总
额占比为４０．３％，其他４５个非 ＲＣＥＰ成员国占比
５９．７％；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期间，我国与ＲＣＥＰ成员国的
跨境电商Ｂ２Ｂ进出口总额占比２９．４％，其他４５个
非ＲＣＥＰ成员国占比７０．６％。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ｃｂｅｃ＿ｂ２ｃ 个人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的对数 ４７２ １７．２１４ ２．１９４ ６．１８４ ２２．１７９
ｌｎｃｂｅｃ＿ｂ２ｃ＿ｅｘｐ 个人跨境电商出口额的对数 ４７２ １６．６８５ ２．４０４ １．７９２ ２１．７１８
ｌｎｃｂｅｃ＿ｂ２ｃ＿ｉｍｐ 个人跨境电商进口额的对数 ４７２ １５．１２９ ２．９８８ １．７９２ ２１．５６１
ｌｎｃｂｅｃ＿ｂ２ｂ 跨境电商Ｂ２Ｂ进出口额的对数 ３５４ １５．８９７ ３．９３４ １．７９２ ２３．０４２

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ｄ ＲＣＥＰ政策 ４７２ ０．１１９ ０．３２４ ０ １

控制变量

ｌｎｐｇｄｐ 各国每年人均ＧＤＰ的对数 ４７２ ９．８９９ １．０８５ ７．０６５ １１．６５１
ｌｎｐｏｐ 各国每年人口规模的对数 ４７２ １６．８３０ １．５０５ １３．０３９ ２１．０７３
ｌｎｄｉｓｔ 各国首都与北京的地理距离的对数 ４７２ ８．７９３ ０．５４２ ６．８６２ ９．８６８

　　三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ＲＣＥＰ对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效应分析
表２报告了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跨境电商进出

口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１）和（３）只控制了地
区效应和时间效应，模型（２）和（４）则控制了地区
效应、时间效应和前文展示的所有控制变量。表

２的回归结果表明，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与ＲＣＥＰ成
员国的个人跨境电商进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从模型（２）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ＲＣＥＰ生效后，
相比于非 ＲＣＥＰ成员国，我国与 ＲＣＥＰ成员国的
个人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的相对增长率提高了

６０．９％。模型（３）和模型（４）展示了ＲＣＥＰ生效对
我国跨境电商Ｂ２Ｂ商品进出口影响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与 ＲＣＥＰ成员
国的跨境电商 Ｂ２Ｂ商品进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从模型（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ＲＣＥＰ生效
后，相比于非ＲＣＥＰ成员国，我国与ＲＣＥＰ成员国
的跨境电商 Ｂ２Ｂ商品进出口的相对增长率提高
了１５０％。上述结论验证并支持了假说１。
表２　ＲＣＥＰ对跨境电商进出口的政策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个人跨境电商

模型（１） 模型（２）

跨境电商Ｂ２Ｂ

模型（３） 模型（４）

ｄｉｄ
０．６８７

（０．１３４）

０．６０９

（０．１３１）

１．７２３

（０．５７２）

１．５００

（０．５７５）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５２ ０．５６ ０．１５ ０．１７

样本量 ４７２ ４７２ ３５４ ３５４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ｐｖａｌｕｅ＜０．０１、＜

０．０５、＜０．１，下同。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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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ＲＣＥＰ对跨境电商出口与进口效应分析
本文进一步探究ＲＣＥＰ对个人跨境电商出口

和进口的政策效应。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

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２３年期间，中国对这５９个国家的个
人跨境电商商品出口额占总量的 ９７．２％，进口额
占总量的５３．８％，进口额占比较低的原因在于有
３９．５％的进口额被归类为国家（地区）不明。表３
报告了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个人跨境电商商品出口
和进口影响的回归结果。出口方面，模型（５）和
模型（６）的结果显示，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与 ＲＣＥＰ
成员国的个人跨境电商商品出口具有显著促进作

用。进口方面，模型（７）和模型（８）的 ｄｉｄ系数不
显著，因此没有足够证据表明 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
跨境电商商品进口有显著的政策效应。上述结论

验证并支持了假说２。
表３　ＲＣＥＰ对个人跨境电商商品出口和进口的政策效应

回归结果

变量
出口

模型（５） 模型（６）

进口

模型（７） 模型（８）

ｄｉｄ
０．６５３

（０．１８３）

０．５８６

（０．１８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２８）

－０．０４４

（０．１２９）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６ ０．４８ ０．１９ ０．２０

样本量 ４７２ ４７２ ４７２ ４７２

（三）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运用平行趋势检验等方法对处理组和控

制组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个人跨境电商进出口

为例，图１展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ＲＣＥＰ实施前１期至实施后４期，ｄｉｄ变量系数
均显著。关于检验结果提前１期显著，本文认为
中国在２０２１年４月率先提交 ＲＣＥＰ协定核准书
后，下半年多个成员国陆续提交核准书，此时该项

政策已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到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
ｄｉｄ变量系数明显较之前１期提高。

２．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模型回归结果是由随机因素导致

的，本文采用虚构实验组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

具体来说，从数据集中随机抽取 １４个国家作为
ＲＣＥＰ协定成员国进行建模，其他变量不变，共执
行１０００次。图２展示了个人跨境电商进出口为

被解释变量的ｄｉｄ变量系数密度图，ｄｉｄ系数的均
值为０．００６，绝大部分系数集中在０附近。回归系
数的显著性水平 ｐｖａｌｕｅ的均值为 ０．３１１，绝大部
分位于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之上。以上结果表明
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图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

（四）国家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

ＲＣＥＰ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
差异，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

发达国家，越南、菲律宾、泰国、老挝等属于发展中

国家。这些国家在跨境电商发展基础和市场潜力

等方面也会存在较大差别。那么中国与这些成员

国在跨境电商进出口方面是否有显著差异呢？本

节拟对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影响的
国家发展水平异质性进行检验。根据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发布的发达国家名录，将５９个国家划分为
２４个发达国家和 ３５个发展中国家两个等级，考
察不同国家发展水平下ＲＣＥＰ生效对跨境电商进
出口的影响。

表４汇报了回归结果。根据模型（９）和（１０）
可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ｄｉｄ系数均显著。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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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检验方法

（ＳＵＥＳＴ），检验发现两个模型的组间系数差异不
显著，表明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个人跨境电商商品
进出口的影响不存在国家发展层次差异。但从系

数大小来看，相比于 ＲＣＥＰ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
家，ＲＣＥＰ生效使得我国与 ＲＣＥＰ发达国家的个
人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相对增长率更高。从一定

程度上可以说明ＲＣＥＰ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较高，个人消费能力相对较强，更有利于促进个人

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

根据模型（１１）和（１２）可知，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
与发达国家跨境电商 Ｂ２Ｂ商品进出口影响的 ｄｉｄ
系数并不显著，而对我国与发展中国家跨境电商

Ｂ２Ｂ商品进出口影响的 ｄｉｄ系数显著。采用
ＳＵＥＳＴ检验发现两个模型的组间系数差异显著，这
表明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跨境电商Ｂ２Ｂ商品进出口
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国家发展水平差异。这说明

ＲＣＥＰ生效后，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在大多数东盟国
家的跨境电商Ｂ２Ｂ市场中能够迅速发展。这一结
论也印证了王孝松和周钰丁的观点，他们认为从

产业竞争和互补角度来看，ＲＣＥＰ将进一步深化
我国与多数ＲＣＥＰ成员国的贸易往来，但由于我
国与日本、韩国等国家贸易结构相似，未来会在一

定程度上加剧我国与这些发达国家的贸易

竞争①。

表４　ＲＣＥＰ对跨境电商进出口效应的国家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

变量
个人跨境电商进出口

模型（９） 模型（１０）

跨境电商Ｂ２Ｂ进出口

模型（１１） 模型（１２）

ｄｉｄ（发达国家）
０．６１４

（０．１２６）

－０．４２７

（０．５１３）

ｄｉｄ（发展中国家）
０．５７６

（０．２００）

２．５６３

（０．８８７）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７９ ０．４７ ０．３６ ０．１７
样本量 １９２ ２８０ １４４ ２１０

　　四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得到快速发展，已经成

为推动我国外贸增长、实现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动力。本文利用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我国与全球５９
个国家的跨境电商进出口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

分法分析了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影
响。研究发现：（１）ＲＣＥＰ生效显著推动了我国跨
境电商发展，促进了我国与 ＲＣＥＰ成员国的跨境
电商商品进出口；（２）ＲＣＥＰ对跨境电商的出口政
策效应大于进口政策效应，更有利于促进我国跨

境电商商品出口；（３）ＲＣＥＰ生效对个人跨境电商
商品进出口的影响未存在明显的国家发展水平差

异，但对跨境电商Ｂ２Ｂ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存在显
著的国家发展水平差异，具体而言，ＲＣＥＰ政策对
我国与ＲＣＥＰ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跨境电商
Ｂ２Ｂ商品进出口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与发达国

家跨境电商Ｂ２Ｂ商品进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充分利用ＲＣＥＰ对我国跨境电商

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１）注重跨境电商商品出口增长因素的国别特
色，优化出口市场布局。我国与日本、澳大利亚、

韩国、新西兰和新加坡的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总

额占我国与１４个 ＲＣＥＰ成员国进出口总额的比
重接近８０％，需要继续巩固与这些成员国的贸易
合作关系，保持并逐步扩大进出口规模。越南、泰

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作为我国跨境

电商商品进出口的新兴市场，需要深入挖掘这些

国家的市场潜力，扩大跨境电商商品进出口规模。

（２）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机遇，鼓励支持外贸企业
开拓市场，进一步拓展东盟等新兴市场。跨境电

商具有线上化、小批量、高频次等特征，这使得我

国中小微外贸企业有更多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

１０１
①王孝松，周钰丁：《ＲＣＥＰ生效对我国的经贸影响探究》，《国际商务研究》２０２２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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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积极打造数字服务出口支撑平台，服务好中小

微跨境电商企业，让其成为拉动我国外贸增长的

新引擎。（３）推进我国与 ＲＣＥＰ成员国的物流一
体化建设，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ＲＣＥＰ成员国除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
物流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物

流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我国需要加强与ＲＣＥＰ成
员国（特别是东盟国家）的互通互联，支持企业在

东南亚地区建设海外仓，大型跨境电商企业可以

选择建设独立仓，中小型跨境电商企业可以选择

公共海外仓。（４）探索建立 ＲＣＥＰ成员国统一的
跨境电商支付体系。由于ＲＣＥＰ成员国的经济发
展水平差距较大，电子商务支付方式不同，信用

卡、数字钱包、银行转账等多种支付方式并存。积

极探索建立统一的第三方跨境电商支付体系，可

以提高跨境结算便利化程度、降低企业支付风险。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ＲＣＥＰ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

ＥＥｒｊｉａｎｇ１，ＳＨＩＦｕｃａｉ２＆ＹＵＤａｎｐｉｎｇ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ＧｕａｎｇｘｉＭｉｎｚ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Ｇｕ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ｒｉｖｅｒ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ＲＣＥＰ）ｈａｓｂｒｏｕｇｈｔ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ｎｅｌ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２０２０ｔｏ２０２３ｏｎ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ｍ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５９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Ｄ）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ＲＣＥＰ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ｆｏｒｃｅｏｆＲＣＥ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ｏｏｓｔｓ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ｏｆ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ｇｏｏｄ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ＲＣＥＰ
ｍｅｍｂ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Ｎｏｔａｂｌｙ，ｔｈｅｅｘｐｏｒ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ＣＥＰｏｎ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ｓｉｔｓｉｍｐｏｒｔｅｆｆｅｃ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ｖｅａｌ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ＲＣＥＰｓ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ｍ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ｃｒｏ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Ｂ２Ｂｉｍ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ＣＥＰ；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ｘｐｏｒｔａｎｄｉｍｐｏｒ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责任校对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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